
新华“爱洋洋”
编织工艺传温暖

前不久，北京残联征
集冬残奥会创意产品，河
北东蓠彩菊纺织制品公司
的两款手工编织挂件获得
创意产品奖。这一殊荣的
得来，并非偶然，是企业
几十年如一日的“匠人”
精神，让新华区这一手工
编织产品享誉国内外。

“用心做手工，用爱
暖人心”，这是河北东蓠
彩菊纺织制品公司的宣传
语，也是总经理徐爱菊的
人生态度。16 年来，徐
爱菊初心不改，从一名下
岗女工成长为创业先锋，
带动了 2000多名下岗女
工、农村妇女靠技能立
身。

徐爱菊从小跟姥姥长
大，看着姥姥做绣花鞋、
剪纸，她也对手工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工作后，也
从事和手工艺品有关的工
作。1996 年，下岗后的
她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
路。

从最初的编织、培
训，到后来的创办企业，
徐爱菊不断探索和创新，
并创立“爱洋洋”品牌，
寓意“用爱编织美丽人
生，让阳光洒满每个角
落”。起初，简陋的加工
点，十几个下岗姐妹和她
聚在一起钩钩编编，产品
的颜色、款式、品种也就
三五种。而今，居家用
品、玩偶、帽子、挂件、
手工创意品等，种类繁
多，仅儿童冬季帽子就有
200多种，产品颜色、款
式丰富了很多。

从2004年至今，徐爱
菊开始走“公司+下岗职工
（农户）”的路子，一方面
进行技术培训，一方面安
排居家生产。公司不仅吸
纳了下岗工人再就业，还
在泊头、盐山等地发展了
1000余人的加工队伍，将
公司的一些加工零活分发
给农村的妇女和老人，让
她们实现了在家就业。

2020 年，爱洋洋手
工成为新华区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去年又被命名
为非遗工坊。“我要努力
让‘爱洋洋’手工产品做
到传统和时尚的完美结
合，还要把这个品牌塑造
成有故事、有温度的文化
符号。”徐爱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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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孩子有份他与孩子有份

割不断的情缘割不断的情缘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本报通讯员 潘秋宇

年关将近，因为各地的疫情，
这或将又是一个不同以往的春节。

于我，更是如此。
突发的疫情，把女儿封在了

学校。那天早晨醒来，看到女儿
朋友圈：“共克时艰！太有秩序
了，南开人一直可以的！”那一
刻，泪水溢满双眼。

再 看 ， 发 布 时 间 是 凌 晨 2
时。后来得知，那晚，女儿几乎
一夜没睡，晚上做实验，凌晨做
核酸，这小小的人儿正经历着她
人生中特别的一段时光。

天津的疫情牵动着每个沧州
人的心，因为距离近，因为千丝
万缕的联系。我们时刻关注着，
每一次信息的发布，每一个动态
的发展。为此，千千万万的人忙
碌着——

51家发热门诊，40家核酸检
验机构，天津众多微博、客户
端、电视频道，每天 6 时开始直
至午夜，每隔两小时更新一次候
诊信息，准时准点，信息详尽。
网友直呼：“天津，有心了！”

一线的，不在一线的；分内
的，额外的；每个人都坚守在自
己的岗位上——

北京水利医院创伤科医生杜
云龙下班途中遇到一起车祸，他
主动上前及时施救，而他停在一
旁的摩托车上贴着这样一句话：

“我是一名医生，如果有需要，请
截停我！”

身边，也总有一些温暖，可
以瞬间打动我们——

医护人员、公安民警、社区
工作人员、志愿者、各行各业的
人，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守土有
则，共同守护着我们的家园。

女儿发来照片，丰盛的午
餐，不过按要求要打回宿舍吃。
女儿说，学校物资供应充足，这
些天，她做实验、做课设、开组
会、做核酸，生活有条不紊。同
时，学校也让他们做好留校过年
的准备。

有人说，使人成长的不一定
是岁月，而是经历。对于即将大
学毕业的女儿，这个可能不能与
家人团聚的春节，处于疫情区经
历的种种，都将成为她人生中难
忘的体验。完成好学业，严格遵
守防控要求，就是当下女儿的责
任与坚守。

在疫情的冲击下，会有一些
不顺，但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
每个人坚守好自己的岗位，扛起
属于自己的那份职责，同样是一
种担当。也许你没有轰轰烈烈的
壮举，但正是这一份份看似平常
的坚守与热情，温暖了寒冬，也
温暖了城市。

女儿说，疫情过后，一定抽
时间在家好好呆些日子。等着，
盼着。经历过后，阳光会更加灿
烂，我们依然充满勇气和信心，
也会更加热爱生活。

共克时坚，守望相助，让我
们静待一个春暖花开。

1月13日，吴桥县人民检察院在对口
帮扶村于集镇大刘村，展开“乡村振兴·
检察同行”春联书写赠送活动。散发着墨
香的大红春联承载着喜庆和祝福，充满浓
浓的年味儿。这次活动共送出春联200 余
副、福字150余个。

杨亚男 摄

温暖生活温暖生活温暖生活 传承技艺传承技艺传承技艺

看传统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看传统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看传统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春节临近，黄骅市滕
庄子镇西胡庄工业园内，
河北帝鉴食品有限公司迎
来了一年一度最忙碌的日
子。

车间内，十几名工人
全副武装，揉面、搕花、
晾花、饧花、蒸花，一道
道工序，凝聚着浓浓的年
味儿。面花造型更是多达
上百种，鲤鱼、公鸡、元
宝、葫芦……标准化的蒸
笼呼呼冒着热气，带着面
香的面花出锅了。晾凉
后，再用火龙果汁点上红
点，经过礼盒包装，一夜
后便进入市场，走上千家
万户的餐桌。

这是一家生产面花的
企业，一进腊月，面花供
不应求。在黄骅，民间传
统习俗里有一项是春节吃
面花。一到过年，家家户
户蒸面花，并作为走亲访
友的礼品，久而久之，这
一传统美食就流通到了周
边县市及山东等地。

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黄骅面花制作技艺
的传承从未断裂，帝鉴食
品创始人孙建军便是传承
人。小时候，每逢过年，
他就会看到母亲和婶子大
娘蒸面花，这种造型多样
又美味的面食，在他心里
留下了深刻烙印。2012
年，孙建军创立河北帝鉴
食品有限公司，立志让面
花“出阁闯天下”。

多年来，孙建军严控
面花制作的 15 道工序，
使面花口感丰富、不粘
口、筋道、麦香浓郁。在
沿用老肥发面、手工搕花
等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
上，从面花形制、材质等
方面进行创新。“帝鉴面
花在遵从先辈制作工艺的
基础上，进行多次改良创
新，在保证面花质量与口
感的基础上，紧跟市场潮
流，争取让老手艺产生新
卖点。”孙建军说。

创业伊始，孙建军便
力所能及地帮助周边群众
解决就业，为残疾人提供
就业岗位，为社会人士组
织培训。这些年，公司先
后安置下岗工人和残疾人
就业 20余人，助残 70余
人。2020 年，帝鉴食品
被命名为非遗工坊，孙建
军更加坚定了他的“面花
之路”：传承非遗，带动
乡亲致富，让黄骅美食走
得更远。

黄骅面花
民间美食走四方

寒冬腊月，吴桥金鼎
古籍印刷厂的车间内却是热
火朝天，工人们各自忙碌，
裁纸、印刷、折页、裁切、
打眼、扣面、缝线、贴书签
……十八道传统工艺，每
一道都手工完成。当一册册
带着墨香的《大学》《中
庸》《孙子兵法》出炉，就
意味着又一批沧州制造的古
籍图书将被全国各地的读者
捧在手中。

厂区里，河北线装书
博物馆随时迎接着游客，
这里不仅普及线装书知
识、展示制作工艺、讲述
国学知识，还收藏了大量
典籍。这里，可感受中国
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博大精
深，体验线装书装订的乐
趣，更可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产生浓厚兴趣。

传承人谷秋生出生于
印刷世家。18 岁高中毕
业，谷秋生进入印刷厂接
了父亲的班，并很快成为
厂里的业务骨干。在经历
了国企的股份制改革和破
产后，他于 2005年自己
创业，开办印刷厂，并逐
渐在印刷业崭露头角。
2006 年，工厂出色完成
国家图书馆复制《钦定古
今图书集成》的任务。从
此，谷秋生便踏入了古籍
印刷这个冷僻的行业，一
走就是10多年。

为了还原最古老的工
艺，谷秋生查阅了大量资
料，并多次到江浙一带学
习，到安徽挑选宣纸……
对于有关线装书制作工艺
的文字记载，他也是一字
字琢磨、一遍遍试验。
2013年8月，谷秋生被认
定为河北省线装书工艺非
遗传承人，并于 2018年
在厂内投资兴建了中国第
一座线装书博物馆。

如今，因精美的线装
书工艺，吴桥金鼎古籍为
定制单位制作了各类古代
书籍影印的线装书，一年
印刷品种达上千种，企业
员工也增至 120余人。为
了帮扶困难群众，企业还
将折页、装光盘等零散活
分发给附近农民去做，提
高了农民收入。

成为非遗工坊后，金
鼎古籍还联合“酒章文化
园”“吴桥宫面博物馆”
等其他非遗工坊及传承
人，相互融合共同开发非
遗文创产品，探索出了

“非遗工坊+”的模式，
帮 扶 贫 困 群 众 5000 余
人，走出了一条非遗产业
保护发展传承之路。

吴桥线装书
古籍影印沧州造

寒假来临， 49
岁的志愿者瓮龙昌
心情激动，他和另
外一名志愿者共同
资助的贫困大学生
双胞胎兄弟放假回
来，和他并肩走上
街头做公益，成为
一道靓丽的风景。

6年前，沧州博
爱人生爱心社志愿
者瓮龙昌，听朋友
说附近村里有一对
双胞胎兄弟正读初
三，成绩优异，但
家庭贫困，面临失
学。瓮龙昌此时正
有 意 资 助 贫 困 学
生，前去一看，情
形 让 他 心 疼 不 已 ：
父母离异，父亲精
神失常，孩子们和
爷爷住在炼油厂附

近的一个铁皮房里
……他当即决定资
助兄弟俩。

瓮龙昌在市区一
家银行工作，平时省
吃俭用，每月将省
下来的钱用于资助
兄 弟 俩 。 高 中 三
年，瓮龙昌除了资
助他们学费、生活
费外，还托学校的
私人关系照顾他们
生活。高考时，瓮
龙昌接送他们出入
考场，为他们加油
鼓劲。孩子们考上
警校后，瓮龙昌继
续资助，假期更是
帮着他们找地方打
工。“这俩孩子懂得
感恩，打工赚了钱，
先给爷爷买了台空
调。”瓮龙昌说，他
们以后一定是对社会
有用的人。

如今，俩孩子
一 到 假 期 回 沧 州 ，
就穿上红马甲，跟
着瓮龙昌出去做公
益。孩子们对他十
分 信 任 ， 去 年 9
月，孩子们家里的
房子要拆迁，瓮龙
昌不仅帮他们选房
签协议，还帮着保
存拆迁补偿款。“在
我心里，他俩就跟
自己的孩子一样。”
瓮龙昌说，这种关

系一辈子也割不断。
除了这兄弟俩

外，瓮龙昌跟朋友
还陆续帮助了 8 个
孩子，并定期给孩
子们送衣物、送物
资，帮着他们填报
高考志愿，孩子们
放假了聚在一起吃
饭，带着他们参加
公益活动。

当孩子们亲热
地 喊 他 一 声 “ 大
大”时，他内心的
安 定 、 满 足 与 快
乐，是无法用语言
形容的，“再多的劳
累 与 付 出 ， 都 值
了！”

自 2012 年加入
沧州博爱人生爱心
社后，瓮龙昌积极
投身公益活动。他

和志愿者们定期看
望孤寡老人，关爱
残疾人，在志愿者
团队开办的爱心传
递家园里，瓮龙昌
义务收取衣物，再
送给贫困孩子，还
利用业余时间去爱
心粥屋里奉献光和
热 。 每 年 高 考 期
间，他还参与“为
爱 心 助 考 ” 车 队 ，
义务接送考生……

疫情期间，瓮
龙昌主动加入抗疫
队伍，进入社区负
责人员排查登记及
消杀工作，慰问在
抗疫一线的医务工
作者，并获得抗疫
优 秀 志 愿 者 称 号 。
最近，他还获评了
运 河 区 2021 年 度

“公益志愿使者”，
成为具有影响力的
志愿者。

爱与温暖，薪
火相传。在瓮龙昌
的影响下，23 岁的
女儿也加入到了志
愿者队伍，成为志
愿 道 路 上 的 同 路
人 。“ 大 家 聚 在 一
起，齐心协力，奉
献爱心，那种美好
的感觉让人心里踏
实又满足。”瓮龙昌
说，公益路上从未
想过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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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奉献爱心屋奉献爱心


